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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厘改统*与民国时期市场整合
(((基于上海$芜湖$天津三地粮价的探讨

冯颖杰"

摘
!

要
!

国民政府于
!CG!

年废除厘金$改办统税#史称 )裁厘

改统*%经济史学者通常认为这一政策促进了商品流通#有利于现代

经济发展#但从基本经济理论与实证数据出发的讨论仍然缺乏%本

文以厘金的发展历史为背景#利用民国时期的粮价数据#对厘金废

除前后的市场整合程度进行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对比%研究发现#厘

金制度阻碍套利实现#造成市场分割#从实证数据上看#厘金废除

后#远距离粮食市场间的整合程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裁厘改统*促

进了民国时期的市场整合#从而对
"#

世纪
G#

年代的经济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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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条件通常被认为是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前

现代社会#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市场被分割成一个个狭小的区域#而工业

革命之后#一个日益广泛的$成熟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这为西方

国家现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经

济发展相对滞后#不论是鸦片战争前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是近代以

来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的发展都艰难而缓慢%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十

分复杂#国内外学者有众多的解释#其中分割的市场条件被认为是一个重要

的影响因素%因为高度整合的市场是一个国家现代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只

有信息完善的$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才能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广阔的需

求空间#使供求匹配#并使资源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从而走

向竞争均衡的最优状态%尽管学术界对近代前后中国的市场整合程度存在一

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中国确实存在诸多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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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清末产生之初便被赋予 )恶政*之名的厘金就是其中之一%

厘金制度起源于清朝咸丰年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数省#

清政府财政拮据#军费困难%为地方筹饷考虑#清政府开设针对货物产销征

收的 )厘金*#并迅速在全国推广#此后直到
!CG!

年国民政府全面裁撤厘金$

改办统税!

#厘金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厘金的名目繁多#其中影响最为恶劣

的是针对商品运销征收的各种通过税#所谓 )货无巨细#逢关抽厘*#全国

)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几成普遍#商民负担大大增加%厘金在商品产销的多

个环节重复征收#并且地方往往各自为政#缺少统一的标准%因此#经济史

学界通常认为厘金的征收增加了商品的运输成本#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并

成为近代中国地方势力的重要财源#对统一市场的形成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

响#阻碍着原本就弱小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 历史上一般简称为)裁厘改统*政策%

尽管厘金被公认有以上种种弊端#但如何从事实出发#更加清晰地刻画

厘金与近代中国市场整合程度的关系#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的思路是

将裁撤厘金看做一次制度转变#从粮食价格的协整关系出发#对比分析厘金

废除前后市场整合程度的差异#从而第一次从规范的角度对厘金与近代中国

市场整合程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CG!

年国民政府第三次裁撤厘金终获成功#

国内各种厘金全面废除#针对部分商品种类的$一次纳清$不再重征的 )统

税*建立%如果厘金制度对市场的分割作用显著#那么裁撤厘金之后#国内

市场的整合程度就应该得到很大提高#而考察市场整合程度的一个途径是研

究不同地域市场的价格相关性%根据经济学理论#在一个商品可以完全自由$

无成本流通的环境中#不同市场中相同产品的价格波动应该一致#否则就存

在套利的空间#直至重新达到均衡为止%相反#商品运销成本越高#套利越

困难#从而使不同地域价格水平出现不一致#于是形成了市场分割%由于近

代中国有保存较为良好的粮食价格数据#本文关于裁撤厘金与市场整合的探

讨也就从粮价展开#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

本文以下部分这样安排'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概括介绍厘金

的历史$种类和性质#并通过与中世纪欧洲关卡税的对比#讨论了厘金的弊

端&第四部分利用一个简单的供求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厘金废除对于市场价

格关系的影响&第五部分利用上海$芜湖$天津三地的粮价数据做协整关系

的实证分析#以说明厘金废除对市场整合程度产生的实际影响&最后是对本

文结论的总结性评述%

二!文 献 综 述

利用粮食价格数据来研究市场一体化程度在经济史学界有着悠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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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A

"考察了一年苏州米价的季节变化#发现其变动幅

度竟比一年上海米价的季节变动还小#经反复论证#他们认为苏州李煦的奏

报不实#但经过改算#仍然认为康熙末年苏州米市的组织和效率颇为完善#

不亚于
"#

世纪初的上海市场%不过#他们的研究并不以市场整合为主要对

象#因此只是初步的观察论证%此后#经济史学界对粮食市场整合的研究更

加系统化#并开始利用一些数学工具加以定量分析%

a('

<

!

!CDC

"以
!EGD

(

!EDC

年苏州$杭州$广州$汉阳$淮安米价的变动为依据#发现有可观程度

的同步性或连动性#任何两地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多数在
#5F

或以上&尤

其苏州与各地的相关最为显著#反映其在大范围米市中的中心地位%陈春生

!

!CCG

"和陈仁义等 !

"##"

"运用相关系数估计的方法分别研究了广东和东南

市场的整合程度%吴承明 !

!CCF

"回顾了学术界利用粮价研究市场整合的成

果#并总结了主要的研究方法与规范%卢锋和彭凯翔 !

"##@

"系统地研究了

清代$民国和新中国的实际米价的长期变动特点#其中#通过对民国时期上

海$杭州$天津$广州$重庆等城市米价数据的研究发现#近距离地区及沿

海地区之间的市场存在相当程度的整合#然而沿海城市与位于内地的重庆的

整合程度非常低%以上这些研究中的数量分析主要采用相关系数估计的方法#

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协整理论应用得较少#这一方法更多地见于国外学者的研

究论著中%例如#

?1/;;+'

!

!CCC

"利用协整分析法研究了
!F

世纪至
"#

世纪

间欧洲谷物市场的整合%

T%&.1(':]1221/

!

"##E

"利用清代中国和西欧的粮

价数据研究发现#

!D

世纪末中国与西欧的市场运行是可比的#尽管其运行情

况要比同时期的英格兰要差一些%

T01

9

%1';.+67J

!

"##D

"引入转换的误差纠

正模型 !

;b&0*%&'

<

1//+/*+//1*0&+',+:12

"#分析了存在粮食贸易与不存在粮

食贸易情形下津巴布韦粮食市场的空间价格调整%

以上文献均是利用价格数据分析市场的整体运行状况#但关于某一重大

历史事件#如本文所要研究的 )裁厘改统*政策#对市场运行绩效的影响的

研究还并不多见%大多数文献对于厘金的研究都是基于历史的$制度的视角#

定性地而非定量地说明厘金对近代中国经济的阻碍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最早可追溯到
!CGF

年罗玉东的 .中国厘金史/#这部著作引用了故宫博物院

所珍藏的大量奏折#汇集史书$地方志中的大量史料#理清了厘金制度的来

龙去脉#描述了清末以来各地厘金状况及造成的影响%傅衣凌 !

!C@F

"联系

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详尽探讨了厘金制度的起源问题%郑备军 !

"##@

"从制

度变迁理论出发#系统地梳理了厘金制度的起源$变迁$废除以及负担的转

嫁关系等%对于民国时期的 )裁厘改统*运动#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财政

史的角度#分析了废除厘金对政府财政的实际影响#如贾士毅 !

!CG@

"在

.民国续财政史/中对厘金种类$数量$危害$裁厘经过$实际成效等都有详

细探讨#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的数据%袁成毅 !

!CCD

"详细介绍了裁厘问题

的由来#分析了国民政府前两次裁厘运动失败而第三次裁厘终获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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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论述了厘金裁撤造成的结果%

真正基于价格水平反映厘金裁撤影响的资料仅来自民国时期政府$民间

的一些实际调查报告%例如#林熙春$孙晓村
!CGA

年编写的 .芜湖米市调

查/对芜湖$上海两地的粮价进行了对比分析#详细描述了芜湖粮食转运成

本状况及厘金裁撤对于芜湖米市的影响#发现厘金的废除使商人更加自由地

选择商品销售途径#导致芜湖传统米市的衰落#但就直观数据来看#相隔并

不遥远的芜湖$上海两地的粮食价格走势并不一致%然而#此调查报告只做

了现象记录#并没有进一步的严格的数量分析#更缺乏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

深入研究%

总之#目前对于厘金与市场整合程度的研究大都是分离的#对市场整合

的研究主要通过价格水平分析市场运行的总体特点#对厘金的讨论主要关注

其历史发展$制度设计以及对财政税收的影响#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很少#

更缺乏规范的实证研究%本文在以上两类文献的基础上#将厘金与市场整合

问题联系起来#利用
"#

世纪二三十年代芜湖$上海$天津三地的粮价数据及

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协整方法#考察
!CG!

年厘金裁撤对市场整合程度的影响#

并利用数据$史实#阐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三!厘 金 概 述

!一"厘金的产生$发展与废除

厘金制度起源于清朝末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国库日益空虚#陷入了

严重的财政危机%

!DA!

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席卷南方数省#政府军费开支

骤增#而江南一带原本就是全国财富中心#战争阻断了这一极端重要的税赋

来源#使政府财政更加艰难%于是#在咸丰三年 !

!DAG

年"#针对货物产销征

收的 )厘金*在江苏扬州出现%厘金最初是一种地方劝商捐助 )经费*的临

时筹款方式#按惯例#这种临时课税在战争结束后就应废止%然而#太平天

国运动被镇压后#中央$地方都不愿放弃这种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手段#因

此#厘金不仅没有废除#反而作为一种常设税种在全国各省推广开来%

"到

!DF!

年#全国已有
!C

个省份创办推广了厘金制度#)在厘金最滥的时期#竟

有大小厘局$分卡一万处以上* !郑备军#

"##@

#第
C

页"%同时#厘金的征

收范围也不断扩大#几乎涵盖了一切日用百货商品%以开设厘金最早的江苏

省为例#全省课厘货物共有
"A

类#包括货物
!"@!

项 !罗玉东#

!CGF

#第
"GF

页"%

" 由临时捐助转变为经常性课税其实是税收产生的常态#这里的论述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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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后#厘金制度被保留了下来%北洋政府时期#由于连年战争#

军费开支巨大#中央和地方都把厘金作为确保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地方军

阀更以此为财富基础#努力扩张各自势力%尽管政府也曾不断提出整顿$裁

撤厘金的计划#但收效甚微#厘金收入在政府财政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

地位%贾士毅 !

!CG@

"在 .民国续财政史/中给出了民国八年 !

!C!C

年"与

民国十四年 !

!C"A

年"厘金 !主要指货物税"的预算状况 !见附录
V

"#当时

厘金的预算收入大约在
@###

万元上下#从
!C!C

年到
!C"A

年增长了
!F5@B

%

G 关于全国局卡总数的统计存在一定问题#但大致估计在
E##

个以上%

@ 根据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中的数据计算%

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分别于
!C"E

年$

!C"D

年$

!CG#

年召开会议#下达

裁厘命令#前两次由于地方阻挠$政策不当均告失败#直到
!CG!

年全面裁撤

厘金$改办统税#第三次裁厘终获成功#存在了近八十年的厘金被永远废止%

尽管此次裁厘运动仍有许多受到诟病之处#但客观地说还是较为彻底的%表
!

给出了裁撤厘金前夕(((民国十七年 !

!C"D

年"所做的各省厘金状况调查#

包括税率$税额等%从中可以看出#在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各省厘金征收以

百货为主#税率参差不齐#最高者已达到
"#B

以上#征收额最大的地区是江

苏#其次是广东$浙江#全国厘金收入在
A###

万元以上%

G据统计#

!C"D

年与

!C"C

年厘金收入在政府财政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B

和
!#B

@

#尽管比例似乎

不高#但必须考虑以下三个事实'

!C"D

年后国民政府已经第二次推行裁厘#

尽管效果不好#但在此背景下#厘金征收毕竟受到一定限制&中国在此期间

逐渐实现了关税自主#关税收入大幅增长&厘金税收很大部分是归入地方收

入#

F###

余万元的收入仍然非常可观%所以#厘金在财政中仍占据着重要

地位%

表
! !C"D

年各省厘金状况调查汇总

省别 征税种类 原定税率
!C"E

年全年收数

!银元"

江苏 百货
FD"@CE@

浙江 百货
A!@@D@G

安徽 百货
!#@EGD#

山东 百货
"B

福建 百货
!!#"!!#

广东 百货
!B

(

!AB AGA!"F#

广西 百货
"FCDAA"

湖北 百货
GB G##F"GG

湖南 百货
GA!!!AA

河南 百货
"AB D@F"F@

陕西 百货
AB !AGAD@E

江西 百货
"E@!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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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别 征税种类 原定税率
!C"E

年全年收数

!银元"

云南 百货
!D!CFC

四川 百货
"AB @F@!!"

贵州 百货
!#F#D!E

新疆 百货
GJ@#B !@G"DEA

绥远 百货
"JA#B !#GA@A@

热河 百货
!J!AB CE#FCD

察哈尔 茶
E@G"A

宁夏 百货
AB "F#@#G

山西 统税
"B !"E"!GD

河北 统税
"JA#B !"@DFC@

辽宁

吉林 产销税
"B @"!@CGF

黑龙江 产销税
AB GF"#GAA

甘肃 统捐
AB @CFCA#

总计
A#!@GDFE

资料来源'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商务印书馆#

!CG"

(

!CG@

年%表内空白代表在原书中没有

列出%

!二"厘金的种类与性质

厘金产生之初只是一种地方创办的临时筹款方式#并无章法可循#因此#

厘金征收就有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其名目繁多#程序复杂#成了滋生官员勒

索$贪污的温床%本文并不讨论厘金制度的繁复细节#只对厘金的种类$性

质做出区分#这对于正确理解厘金与市场一体化以及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都

是十分必要的%

厘金是针对国内贸易的一种税赋#由于创办之初对货物值百抽一#故称

)厘金*%厘金按其征税品种#可分为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等很多

类别#但按照商品类别的分类并不能准确反映厘金的性质#比较合理的一种

分类标准是厘金征收的地点%按此标准厘金大致可分为三类'

!

!

"出产地厘金#即在出产地对丝$布等土货征收的产地捐#采取先捐后

售的方式&

!

"

"通过地厘金#以货物由某地运至另一地的运销行为为征收对象%根据

具体征收方式又可细分为三类#包括只在起运地征收一次的厘金或统捐#在

起运地与到达地各征收一次的 )起厘*与 )落地厘*#以及在起运地征收一次

而在中途征收一次$二次甚至多次的 )起验制*厘金&

!

G

"销售地厘金#即在商品销售地征收的 )坐厘*$)埠厘*等%

从这一分类中可以看出#)厘金*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许多

性质不同的税种%贾士毅 !

!CG@

"在 .民国续财政史/中比照外国税法对其

做了一个分类#他认为坐厘$商捐$产地税$销场税等#大致类似于西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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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营业税$资本利息税#牙厘等接近于各国的所得税$行为税#货厘近于

出产及日用品消费税#只有各类通过税#在当时各国租税制度中没有相对应

的税种A

#并称 )最为商民痛心疾首必欲速去而后快者#唯 1逢关纳税#过卡

抽厘2#如第四项之通过税#及类似厘金之杂税而已*%这里#通过税仅是一

个统称#其中包含的税种很多%如图
!

所示F

#通过税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在

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中规定的税目#主要与进出口商品有关&另一类是国

家税法明定的税目#主要与行销内地的货物有关%对于各种税的具体定义#

这里并不做进一步解释#而只关注其 )通过税*的性质%由于 )厘金*是比

较习惯的称呼#本文以下仍然采用这一用法#但应当明确#厘金所指乃是各

种类型的通过税%

图
!

!

通过税分类

A 事实上#如下文中所述#在欧洲历史上也曾存在过各类关卡税#其性质与这里的通过税类似%

F 此分类参见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商务印书馆#

!CG"

(

!CG@

年%

!三"厘金的弊端

从现代财政学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征收的厘金基本可归入商品税这一

类别%商品和劳务税的税基十分广泛#在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中同样占据着

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对厘金税收一概加以否定%事实上#近代

中国征收厘金开创了对流通中商品进行征税的先例#符合商品经济不断发展

的历史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税制的进步%

厘金真正的弊端在于它重复征收$缺少规范#并且地方各自为政#造成

了财政主权的分散%一方面#厘金关卡对商品产销的多个环节重复征税#加

重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从而扭曲生产和交易的正常进行#带来效

率的损失#这正是传统流转税制的弊端#也是现代国家普遍推行增值税的原

因之一&另一方面#厘金税制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成了近代中国地方军

阀势力的财富保障#破坏了中国的财政主权统一#不利于统一的全国市场的

形成%在厘金废除后#新设的统税由中央直接控制#税率统一#对货物征收#

一税之后便可行销全国#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厘金的上述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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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主权统一对市场整合$经济增长的意义#我们还可从西欧中

世纪的历史中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与厘金关卡相似#中世纪欧洲大陆上也

曾存在过大量的关卡#对来往的商品征收过路费%据记载#)在边界线上$河

流道路上$城镇集市上和海港上#各种税费多如牛毛*#)在卢瓦河$萨穆河$

奥斯河$罗恩河和加龙河上有数不清的收费站*#)即使在
!A

世纪晚期的塞纳

河#对航程在
"##

英里以上的谷物所征的税超过其销售价格的一半*!波斯坦

等#

"##G

#第
!A@

(

!AA

页"%沉重的税负使商人的贸易面临着巨大阻碍#对

欧洲市场整合产生了消极影响%中世纪晚期#欧洲面临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危

机#传统的分散的领主经济趋于崩溃#中央集权的主权国家逐步在欧洲大陆

上建立#地方关卡废除#一体化的市场逐渐形成%对于这段历史#

)

9

;01&'

!

"###

#

9

5A"

"认为#)在封建系统中经济的发展是两种相对立的力量共同作

用的结果*%一方面#封建经济会维持并强化分散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领

主为维持其权利反对自由贸易#而这会导致农业创新的减少&另一方面#各

地对集权的统一政治管辖权的追求最终战胜封建经济分散化的阻碍#降低了

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化与分工#推动了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主权统一对市场整合有着积极的影响%近代中国厘金税收的

弊端不仅在于它加重了商民负担#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国家财政主权的统一#

阻碍了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四!裁撤厘金与市场一体化$理论分析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裁撤厘金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动#导致所谓制度

转变 !

/1

<

&,1;%&S0

"#或称为结构变动 !

;0/.*0./(28/1(K

"%制度转变问题一

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为此提出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在本部分中#我

们从比较静态的角度分析废除厘金这一制度转变对于市场价格关系的影响%

以下只考虑关于一种商品的两个市场%设该同质商品为
!

#存在两个不

同的市场
U

$

L

%市场的 )不同*体现在空间上的差异#每个市场内有各自的

供给者群体与生产者群体#两个市场的供给$需求曲线可能不同#但市场价

格信息是公开的#不存在信息传导上的障碍%

E商品在不同市场间的运输是允

许的#但存在运输成本以及 )厘金*#只有缴纳了各关卡税费的商品才被政府

允许进入另一个市场交易%假定两市场间每单位商品的运输成本为
,

#须缴纳

的厘金为
&

%

D

E 这一假设在近代中国应当是合理的#尽管中西部内陆省份受自然条件$经济水平等制约而较为闭塞#但

在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以及华北地区#商业活动兴盛#主要商品的市场价格都是公开的#而且随着近代通

信技术条件等的发展#信息传导也更加迅速%

D 厘金有从量征收与从价征收两种形式#又以从量征收为主#此处只对从量征收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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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此时的市场处于时期
!

#作简单的供求图 !图
"

"如下'

图
"

!

厘金废除前市场状况

由于不同地域消费者需求状况或者生产者成本状况各不相同C

#不同市场

内所形成的均衡价格可能不同%在我们的分析中#假设市场
L

的均衡价格高

于市场
U

#两市场间存在价格差
"

J

!

!

[J

[

_J

D

"%如果存在粮食贸易#长期

来看两地市场达到竞争均衡状态#即满足 !

!

"式'

J

[

'

J

D

&

,

"2

(

!

!

"

!!

在这一状态下#两地价格差恰等于两地间运输成本和厘金之和#商人在

关于是否运输
U

市场商品到
L

市场的选择上是无差异的#套利行为不能获得

更多收益%如果价格差大于两地间运送商品的成本#则套利行为就会发生#

直至两市场回到竞争均衡状态%

C 由于并非本文研究的重点#在这里不作详细区分%

在某一时点
/

#

之后#厘金被废除#两地市场进入时期
"

%此时
2

[#

#两

地间运送商品的成本减少%只要出现
,

)

J

[

_J

D

#将商品运往市场
L

出售就

是有利可图的%市场
L

的供给增加#市场
U

的供给减少#两市场间的差价减

小 !

"

J

"

)"

J

!

#见图
G

"%

图
G

!

厘金废除后市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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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两地间市场存在一个新的竞争均衡'

J

[

'

J

D

&

,(

!

"

"

!!

极端情况下#若随交通条件改善#运输成本也消失#则两市场价格差最

终将完全消失%

以上讨论是以存在粮食贸易为前提的%如果价格差异小于两市场间运送

商品的成本#则不存在套利空间#两地间不存在粮食贸易%例如#在时期
!

#

若满足
2<

J

[

_J

D

_,

#则商人不会将
U

市场粮食运往
L

市场销售%

这一部分仅在理论上比较静态地分析了厘金废除对市场价格关系的影响%

以下我们将利用协整分析方法#从数据出发#更细致地考察厘金废除对于粮

食市场价格关系的影响%

五!基于粮价数据的实证分析

要说明裁撤厘金对于市场的影响#还须从不同市场价格水平入手进行研

究%本文选取粮食价格作为代表#原因如下'第一#近代中国的粮价资料丰

富#整理较充分#质量也较好#而其他商品的价格数据则相对零散&第二#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不同耕种条件与人口状况自然形成了粮食生产区

与粮食消费区的分化#明清以来国内粮食贸易日渐频繁#市场发育比较成熟&

第三#粮食贸易一直是厘金征收的重要对象之一#其价格比较能够反映厘金

对市场的影响%基于以上三点#粮食价格可以很好地反映中国当时的市场运

行情况%

!一"粮价数据集

中国近代前后的粮价数据非常丰富%

a('

<

!

!CC"

"整理发表了中国长三

角地区近
G##

年来的米价变化数据#主要是以苏州$上海的记录为依据%上

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根据报载的日成交价记录整理了上海民国时期的月度粮

价%社会经济调查所在
!CGA

年对芜湖米市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调查#由林熙

春$孙晓村编制了 .芜湖米市调查/#完整记载了
!C"@

至
!CG@

年间芜湖月度

米价数据%南开经济调查所对民国时期天津市场的分品种粮价也做了较为详

尽的记录%

尽管前人对粮价数据的整理已有许多#但数据质量不尽相同#有的残缺

不全#有的仅限于较短的时间跨度#有的采用批发数据#有的采用零售价格#

各地货币单位不一#度量衡混乱%本文采用了芜湖$上海$天津三地的粮价

序列#这种选择是综合了数据真实性$完整性$代表性的结果%具体地#此

组数据具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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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跨度大致相当#粮食品种具有可比性

芜湖与上海粮价序列包含自
!C"@

年
!

月至
!CG@

年
!"

月的月度籼米价格

数据#而天津序列则完整地包含了自
!C"F

年
!

月至
!CG@

年
!"

月各月籼米价

格#这些粮价数据包含丰富的信息#能较好反映粮食这种季节波动性较强的

商品的特征%

"(

可信度高

芜湖$上海序列均来自社会经济调查所的米市调查#此调查直接受国民

政府委托#深入地方#获得了非常宝贵的原始数据#而天津序列由南开经济

调查所编制#专业性很强%

G(

具有一定地域代表性

)芜湖为皖省经济之中心#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米市#长江下游各埠以及沿

海缺米省份#常依赖芜米供给#地位重要#处于皖中皖南及沿江各县交通枢

纽#附近生产粮食#年有六百万至一千万石米粮剩余#光绪
"@

年开埠#广闽

浙及华北诸商咸集于此*!林熙春和孙晓村#

!CGA

"%上海是当时国内最大的

米粮消费市场#同时亦为最大集散市场#洋米内销及内外输送大多经此转运%

天津自近代洋务运动以来成为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粮食市场发达#

涵盖京$津$冀周边各地#交通便利#沟通南北%在地理位置上#天津为北

方港口#上海为长江入海口处港口#而芜湖为内陆长江口岸#三城市有南有

北#有内陆有沿海#代表着不同的地域%

@(

三城市彼此间通过各种方式发生联系

此特征是进行市场整合分析的必要条件%上海$天津分别是南北方重要

港口#相距大约
!###

公里#通过近代海上货轮运输紧密联系在一起%芜湖为

长江口岸#与上海相距仅
@##

公里#两城市依托长江流域内河航运#商路十

分便捷%芜湖与天津相距约
C##

公里#相互间既有通过内陆$运河发生的直

接联系#也有经过上海中转的间接联系%此外#津浦铁路开通后#南北间的

铁路货运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这三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地域之间有

着密切的市场联系%

A(

便于排除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地方军阀割据#这都严重阻碍着市场机制的正常运

行%在我们所分析的时间跨度内#这三座城市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战

争的破坏#但总体来说市场是持续的$完整的#且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很小#

市场受到的管制也比较少#这为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帮助%

!二"计量分析方法

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协整方法是研究空间市场关系的有力工具%一般地#

如果一组变量非平稳#在经过某种线性组合之后可以变成平稳的#那么这组

变量就被定义为是协整的%这些变量尽管非平稳#但随时间的推移它们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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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运动#即存在某种影响这些序列的因素#使它们在长期中受到某种关系的

约束%协整关系被视为长期均衡的现象#这是由于协整变量也许在短期会偏

离它们的关系#但从长期看它们会回复到原有的联系中去%

理论上#不同地域间的粮食市场应当存在着协整关系%套利机制是影响

不同市场价格运行的内在力量#发挥着某种 )束缚*作用#使这些价格序列

相互间不会发生太大偏离%但厘金制度会阻碍套利的实现#从而削弱不同市

场间的协整关系#而厘金的废除作为制度转变#会从多个方面影响空间市场

间的价格关系#提升市场一体化的程度%

此外#协整分析的优势还在于它可以包含相当多的因素%协整分析关注

的是序列间的关系#而只要市场是在正常运行#那么自然灾害$战争等外生

冲击就都可以涵盖在其研究之中%因此#其结论也更加可靠%

本文沿用
T%&.1(':]1221/

!

"##E

"对粮食市场的一些基本假定#围绕

!CG!

年的 )裁厘改统*政策#建立存在结构变动点的两时域协整与误差纠正

模型%

设
+

期谷物供给为
\

+

#无弹性#分布随机#由外部农业环境决定#其条件

分布函数为

4

\

+

a

\

+

'

!

!

$

a

\

"

&

?/

!

\

+

=

$

a

\

+

'

!

&

\

"

(

!

G

"

!!

每期生产的谷物都被当期消费#设
+

期价格为
3+

#市场反需求函数为

3+

&

6

"

S\

+

(

!

@

"

!!

谷物收成遵守以下过程'

\

+

&

-

\

+

'

!

"#

+

# !

A

"

其中
#

+

为白噪声序列%

假设天气等外生因素的冲击有着永久的效应#粮食价格序列非平稳 !

-

[

!

"#即有一个单位根%于是#

\

+

&

\

+

'

!

"#

+

# !

F

"

3+

&

3+

'

!

"

#

+

# !

E

"

#

+

&

S

#

+

(

!

D

"

!!

假设有两个市场
U

$

L

#其价格序列分别为
3D+

$

3[+

#且均满足 !

E

"式#

即两市场价格序列均是非平稳的%若两地价格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即

存在 !

%

D

#

%

[

"#使

+

+

&%

D3D+

"%

[3[+

9

0

!

#

"

!

+

&

!

#,#

/

# !

C

"

则说明这两个价格序列是协整的#两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的关系#不会

完全自由地背离%于是#可以继续建立相应的误差纠正模型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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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

3D+

&

!

"

3[+

"%+

+

'

!

"

.

+

(

!

!#

"

!!

!

!#

"式中
.

+

是误差项#

"

3D+

$

"

3[+

分别是两市场价格的一阶差分值#

+

+_!

为误差纠正项 !带有一阶滞后"#当两地价格序列协整时#这项也是平稳

的#故可进行回归%

!

描述了两地价格变化间的短期关系#而
%

是误差纠正系

数#描述的是回到均衡的调整速度#测定了所纠正的最近时期均衡误差在总

的均衡误差中所占的比例%

当存在单一结构变动点时#设
/

#

为发生结构变动的时间点 !

8/1(KH

9

+&'0

"#

!

)

/

#

)

/

#协整与误差纠正模型至少可能发生三种意义上的改变'

!(

协整存在性变动

协整存在性是一种性质上的变化#即在结构变动时点前#一组变量间不

存在 !存在"协整关系#而在该时点之后存在 !不存在"协整关系%延续以

上的模型设定#若不存在 !

%

D

#

%

[

#"#使得以下关系成立'

+

+

&%

D3D+

"%

[3[+

9

0

!

#

"

!

+

)

/

#

# !

!!

"

同时#存在 !

%

1

D

#

%

1

[

"#使得以下关系成立'

+

+

&%

1

D3D+

"%

1

[3[+

9

0

!

#

"

!

+

(

/

#

# !

!"

"

则称两地间价格序列的协整关系存在性发生改变%这是由不协整转变为协整

的情况#相反方向的变动可按同样的方法定义%

!# 该文中对不存在协整关系的理解不准确#不能因为存在参数向量使变量线性组合非平稳即认定变量

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对于协整存在性变动#目前文献中的论述还很少#杨宝臣和张世英

!

"##A

"将其定义为部分变化型变结构协整!#

#并提出了三种统计量进行检验%

但总的来看#对于已知时间变动点的协整存在性变动问题#尚没有完善的直

接检验方法%本文将考虑这种可能出现的协整存在性改变#采用分段检验的

方法进行试探性的分析%

"(

协整关系的参数改变

第二种可能的变动是协整关系中参数的改变%具体的#若存在!

%

D

#

%

[

"

#

!

%

1

D

#

%

1

[

"#使得以下关系成立'

+

+

&%

D3D+

"%

[3[+

9

0

!

#

"

!

+

)

/

#

# !

!G

"

+

+

&%

1

D3D+

"%

1

[3[+

9

0

!

#

"

!

+

(

/

#

# !

!@

"

则称协整关系的参数发生变动%

实际研究中一般通过以下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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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

#

""

!3[+

"+

+

# !

!A

"

提取残差
W

+

+

做平稳性检验#以此来确定两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因此#

协整关系的参数变动又可分为常数项的漂移$伴随趋势项的常数项漂移$体

制转换等 !

=/1

<

+/

3

(':R(';1'

#

!CCF

"%

对协整关系参数改变的研究至少应考虑两个问题'!

!

"考虑到结构变动前

提下的协整存在性检验&!

"

"协整关系参数变动的检验%对于这两个问题#文

献中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如
=/1

<

+/

3

(':R(';1'

!

!CCF

"给出了结构变动点

未知时三种可能的协整检验统计量#

R(';1'

!

!CC"

"基于完全修正的最小二

乘估计 !

S.22

3

,+:&S&1:7XT

"给出了检验协整结构变动的一系列统计量%本

文将借鉴这些研究成果#在适合的情形下进行协整参数变动的检验%

G(

误差纠正过程的改变

以上两种情形的结构变动都是发生在协整回归过程中#另一种可能的结构

变动发生在误差纠正模型之中%外部政策的改变可能会影响不同地域价格之间

向长期均衡的调整过程#误差纠正模型中截距项$变量斜率都可能随之改变%

实际研究中建立误差纠正模型时#通常将 !

!A

"式中得到的残差
W

+

+_!

作

为误差纠正模型的解释变量#并加入截距项$适当的滞后项'

"

3D+

&

,

"

%

-

!

-

"

3[+

'

-

"

%

-1

0

-1

"

3D+

'

-1

"%

W

+

+

'

!

"

.

+

(

!

!F

"

!!

若 !

!F

"式的误差纠正模型可能发生结构变动#则加入虚拟变量进行分

析%例如#假定

8

+

&

#

!

+

)

/

#

!

!

+

(

/

&

#

# !

!E

"

建立结构变动的误差纠正模型#如 !

!D

"式#并检验虚拟变量系数的显著性%

"

3D+

&

,

"

%

-

!

-

"

3[+

'

-

"

%

-1

0

-1

"

3D+

'

-1

"%

W

+

+

'

!

"%

18

+

W

+

+

'

!

"

.

+

(

!

!D

"

!!

!

!D

"式中仅加入了虚拟变量与误差纠正项的交互项#分析中也可添加

更多的虚拟变量#以观察截距项或其他变量的斜率是否发生变动%

综合以上的讨论可知#结构变动下的协整分析包含的内容相当复杂%总

结起来#本文对各个序列的分析将包括'!

!

"考虑结构变动的全时期协整存在

性检验&!

"

"分段序列协整存在性检验&!

G

"对存在全时期协整关系的序列进

行协整回归参数变动的检验&!

@

"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序列建立误差纠正模型#

考虑可能发生的结构变动%

最后#在建立误差纠正模型的同时#本文还考虑了各个序列组合的

=/('

<

1/

因果关系 !

=/('

<

1/*(.;(2&0

3

"%

=/('

<

1/

因果关系分析的是一个变量

的变化是否会带来另一个变量的变化#反映了一个变量的当前值与其他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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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滞后值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非真正的因果关系"%标准的
=/('

<

1/

因果检验

通常考虑如 !

!C

"式的回归

"

3D+

&

,

"

%

-

!

-

"

3[+

'

-

"

%

-1

0

-1

"

3D+

'

-1

"

.

+

(

!

!C

"

如果 !

!C

"式中系数
!

-

联合显著#则
=/('

<

1/

因果检验的原假设#即
3[

不是

3D

的
=/('

<

1/

原因#将被拒绝%同理#当对
"

3[+

回归时#若
0

-1

联合显著#则

原假设
3D

不是
3[

的
=/('

<

1/

原因被拒绝%

然而#对于协整变量而言#这种标准检验可能无法准确探测到可能存在

的
=/('

<

1/

因果关系%更有效的检验方法应基于 !

!F

"式的误差纠正模型进

行%!

!F

"式中加入了协整回归的滞后残差#因此#

=/('

<

1/

因果关系的传导

可能从误差纠正项及
3[

的滞后差分项这两种渠道进行 !

=/('

<

1/

#

!CDD

"%即

便
3[

的滞后差分项系数联合不显著#若误差纠正项系数显著#

=/('

<

1/

因果

关系仍然可能存在%事实上#

=/('

<

1/

!

!CDD

"的研究已经证明#存在协整的

变量之间至少应当存在某一种方向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对
=/('

<

1/

因

果关系的分析将基于误差纠正模型进行%

另外#需特别指出的是#协整变量之间有可能存在双向反馈%就本文的

粮食市场而言#这意味着
U

市场与
L

市场可能会同时发生调整#产生双向的

=/('

<

1/

因果关系%因此#对于每个市场组合#我们按照 !

!F

"式对两个市场

分别建立误差纠正模型#分析其
=/('

<

1/

因果关系%

!三"实证结果

!(

描述性统计

三个序列的一些简单统计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三地粮价简单统计量

序列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芜湖
!G" DJ##FAC! !JDG@D!A @JGA !"JEF

上海
!G" CJDC"FA" "J!GA!## FJ"C !AJFA

天津
!#D !"J#"FC@ "J#GF"DF EJCC !AJC@

!!

序列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G

所示'

表
G

!

三地粮价相关系数矩阵

芜湖 上海 天津

芜湖
!J##### #JEE@E@ #JD#EC!

)

#J###!

)

#J###!

上海
#JEE@E@ !J##### #JE#FF!

)

#J###!

)

#J###!

天津
#JD#EC! #JE#FF! !J#####

)

#J###!

)

#J###!

注'相关系数下所标注的为显著性
3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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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统计发现#天津的粮价均值最高#上海的粮价波动强烈#芜湖的

粮价均值最低#波动也相对较小#三地序列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线性相关

关系%

"J

序列平稳性

图
@

给出了三地粮价的时间序列图'

图
@

!

三地粮价序列

总体来看#三地之中#芜湖米价最低#天津米价最高#这符合当时的现

实#因为芜湖地处产粮区#是重要的粮食输出地#而天津一带并非产米区#

大米主要从上海等地运输%三地米价大致遵循着相同的变化趋势#且都有较

强烈的波动性#

G#

年代前有一定的上升趋势#但在之后均发生了非常明显的

连续下降#初步判断其可能非平稳%

为更准确地判断序列平稳性#我们还须使用严格的假设检验方法%增广

的
>Q

检验 !

>&*K1

3

(':Q.221/

#

!CEC

"是判断时间序列平稳性常用的方法#

简称为
U>Q

检验%例如#对于
U

粮食市场#该检验利用下式的回归

"

3D+

&3

#3D+

'

!

"

%

-

3

-

"

3D+

'

-

"#

+

(

!

"#

"

!!

对
3

#

作假设检验%在原假设下
3D+

非平稳#

3

#

[#

#若能否定原假设#则

可以认为
3D+

平稳%

U>Q

检验需要选择适当的滞后差分项长度#不同的滞后

长度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信息准则通常被认为是选择滞后长度的较好标

准#其基本含义是#变量个数增加导致模型拟合度增加的同时对变量个数进

行惩罚#在拟合度与变量个数之间做出最优选择 !赵国庆等#

"##D

"%本文利

用
T*%b(/I

信息准则选择
U>Q

检验的滞后长度%该准则采用贝叶斯方法#故

也称为贝叶斯信息准则 !

LV$

"%具体而言#该准则要求选择滞后项长度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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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式所表示的
LV$

值达到最小'

LV$

&'

"7

9

#

V

3

9

"

V2'

!

9

"3

9

# !

"!

"

其中#

9

是样本数量#

V

是滞后项数#

7

9

#

V

是对数最大似然值%

!! 下文中分段协整检验以
!CG!

年为界分别进行#为保证分析的严格性#我们对三地序列也进行了划分时

期后的
U>Q

检验#但结果表明三地粮价在各个时期均是非平稳的%

表
@

报告了对三地粮价做平稳性检验的结果!!

#从中可以发现#三组价格

序列的水平值非平稳#而经过一次差分之后都拒绝了原假设#因而可以认为

三个序列均只有一个单位根%

表
@

!

三地粮价
U>Q

检验结果

城市
水平值 一次差分后

+

统计量
J

值
+

统计量
J

值

芜湖
_"J@!#E"E #J!@#D _!#JDAG"F #J####

上海
_"JA@EFCD #J!#FE _!"J"!#C@ #J####

天津
_!J!GFGD@ #JFCCG _!#JADCDG #J####

注'表中
J

值根据
O(*]&''+'

!

!CCF

"给出的单边
J

值计算法得出%

GJ

协整存在性检验

根据之前的讨论#对每组地域价格组合的协整存在性检验分为两类'

!

!

"全时期协整存在性检验%通常的做法是按照 !

!A

"式做回归#对残差

做
U>Q

检验%但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当存在结构变动时#传统
U>Q

检验的

势会急剧下降 !

=/1

<

+/

3

(':R(';1'

#

!CC"

"#从而难以发现可能存在着的变

结构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在做传统
U>Q

检验的同时#考虑了加入时期虚拟

变量的协整回归#即

3D+

&"

#

""

1

#

8

+

""

!3[+

"+

+

# !

""

"

其中#

8

+

是时期虚拟变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废除厘金对于协整关系可能造

成的结构性影响#故以
!CG!

年废除厘金政策全面实施为界#将序列划分为两

个时期%以下的分段检验同样依据这一思路%

需要说明的是#!

""

"式的回归只存在截距项的漂移#这是因为#如果全

时期存在协整关系#根据第四部分的分析#厘金废除的影响表现在商品运送

成本的减小#反映在回归式中就是截距项的变动%

!

"

"分段协整存在性分析%全时期序列不能通过协整检验时可能存在两种

情况'序列间确实不存在协整关系#或协整存在性发生变动%因此#有必要

对序列样本做时期划分#分段进行协整检验%为了与全时期检验进行对比#

本文对所有序列组合做分段协整检验#而不仅限于那些不存在全时期协整关

系的样本%

表
A

中给出了回归及检验的主要结果#表中组合顺序代表着回归方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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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市场的价格为被解释变量 !

3D+

"#第二个市场的价格为解释变量 !

3[+

"%

表
A

!

三地粮价协整检验结果

组合 时期
系数估计值 残差检验

k

'

#

k

'

l

#

k

'

!

0H;0(0&;0&*

上海 芜湖

!C"@

(

!CG@

"JFE@@#" #JC#!AGD

_@JF#G""F

"""

!JC!F!!A #JA"#!GF #JCE@C"A _@JE!EFFC

!C"@

(

!CG# !JFEG!"! !J##"G"A

_GJACD!A"

""

!CG!

(

!CG@ "JDF#G@C #JC#FGDE

_GJFG""CF

""

天津 上海

!C"F

(

!CG@

AJA@G@CA #JFGDFAG _"JGCDCC#

DJAA@#"E _"J#E"AFC #J@G"DGE _"JFCEGAF

!C"F

(

!CG# !#J"@DCF #J"EC@AC _!JGFFC!@

!CG!

(

!CG@ GJFD@@GG #JE@"FA#

_GJAFED@!

""

天津 芜湖

!C"F

(

!CG@

AJG@EE"" #JD"GAF# _GJ#E"!C@

EJDE@DG# _!JA@ACFD #JACFFDG _GJ#CE@CC

!C"F

(

!CG# CJFD"!E! #JGCC"AE _"J!CDFG@

!CG!

(

!CG@ AJ#"A@@@ #JEDD""E

_GJ"C@@C!

"

注'!

!

"残差检验的临界值根据
O(*K&''+'

!

!CC!

"给出的脉冲响应面函数得出#与样本量有关#具体

临界值表在附录
G

中给出%!

"

"残差检验利用
T*%b(/I

信息准则确定适当的滞后长度%!

G

"

"

$

""和"""

分别代表统计显著性为
!#B

$

AB

和
!B

%!

@

"所有组合加入虚拟变量回归后的残差
0

统计量都未标注显

著性水平%

!" 当协整回归中加入虚拟变量时#残差
U>Q

检验的临界值应当发生一定变化#但
=/1

<

+/

3

(':R(';1'

!

!CCF

"并未给出变动点已知时的检验临界值#故本文中不讨论其
+

值的显著性#仅直观地观察其变动

情况%

就整个时期来看#仅有上海 芜湖组合通过了传统的协整检验#其残差的

+

统计量达到了
#5#!

的显著性水平%天津 上海$天津 芜湖组合的残差
+

统计

量都较大 !绝对值较小"#统计上不显著%考虑到结构变动后#各个组合的残

差
U>Q

检验的
+

统计量都减小了#但都变化不大%

!"因此#全时期分析的结果

表明#只有上海与芜湖市场的价格间存在整个时期的协整关系%

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协整存在性变动#我们继续做分段协整检验%更进一

步的结论被发现了'上海 芜湖组合的价格在前后两个时期均存在显著的协整

关系#后一个时期的残差
+

统计量减小#但废除厘金并没有对两地市场间的关

系造成本质上的改变&然而#天津 上海$天津 芜湖组合却与此不同#这两

种组合在前一个时期残差检验的
+

统计量很大#统计上不显著#即厘金废除前

不存在协整关系#但在后一个时期#

+

统计量都变小了#天津 上海组合尤为

明显#在后一个时期达到了
#5#A

的显著性水平#而天津 芜湖组合也已达到

了
#5!#

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厘金裁撤可能使得这两组市场价格关系发生了

本质的变化#即由不协整转变为协整%

以上结果说明厘金的废除可能对近距离市场关系影响较小#而对远距离

市场间的价格关系有更加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也与地域经济状况有关%东

南沿海$沿江地区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市场发达的区域#芜湖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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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间的联系可能更为密切#故厘金裁撤前后市场一体化程度都保持较高水平&

相反#天津远在华北#且北方经济亦不如东南发达#市场联系相对较弱#而

厘金裁撤减少了长距离贸易的阻碍#为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还应关注表
A

中斜率项与截距项的估计值%对于斜率项#当存在

协整关系时#我们预期它应接近于
!

%但是通过观察存在协整关系的各组回归

结果#只有上海 芜湖组合的系数估计值接近于
!

#天津 上海$天津 芜湖

!CG!

(

!CG@

年的系数估计值都与
!

有一定偏离#这可能是受到了样本容量较

小的影响%对于截距项#当存在协整关系时#我们预期它在后一个时期应当

减小%尽管天津 上海$天津 芜湖组合的截距项估计确实变小了#但如前所

述#这两地市场在前一个时期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前后两个时期不可以

直接对比%上海 芜湖组合的截距项增大了#这与预期不符#但在以上协整回

归中我们无法直接验证这种改变的显著性#这种参数变动将在下一步检验中

进行分析%

@(

协整关系参数变动检验

!G 关于各统计量的具体构造及检验临界值参见
R(';1'

#)

Y1;0;S+/?(/(,101/V';0(8&2&0

3

&'W1

<

/1;;&+';

b&0%V

!

!

"

?/+*1;;1;

*#

H@#;967@

A

[#5)9.55b B,@9@>),<+6+)5+),5

#

!CC"

#

!#

!

G

"#

G"!

(

GGA

%

!@ 图中
4

统计量序列及临界值均根据
R(';1'

!

!CC"

"给出的程序计算得出%

以上我们只讨论了各组合协整关系的存在性#尚未说明协整关系参数是

否发生结构变动%

R(';1'

!

!CC"

"基于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估计#提出了协

整关系存在前提下的一系列检验统计量!G

%因此#我们可以对上海 芜湖序列

的协整关系做进一步的结构稳定性分析%假定两时期协整关系如 !

!G

"$!

!@

"

式#则
R(';1'

检验的原假设为

X

#

c

!

%

D

#

%

[

"

&

!

%

1

D

#

%

1

[

"

(

!!

当结构变动时点已知时#采用
4

9+

统计量%当结构变动时点未知时#采用

T.

9

4

统计量'

T.

9

4

&

;.

9

+

3

/

8

6

4

9

+

#

通常取
6

为 +

#5!A

#

#5DA

-%尽管本文中将厘金废除时间作为可能的结构变动

时点#但为从数据中观察结构变动的更多信息#我们仍然计算了几乎整个时

期 !去除首尾两端时段"的
4

9+

统计量#具体结果如图
A

所示!@

'

图
A

表明#如果认为结构变动时点已知#则废除厘金的时点处 !

!CG!

年

!

月"

4

9+

统计量小于已知变动时点时的临界值#并且其附近时间内的
4

9+

仍然

较小&如果认为变动时点未知#

4

9+

统计量序列的最大值仍然小于对应的
T.

9

4

统计量临界值%所以#综合来看#没有证据表明上海 芜湖间的协整关系发

生了参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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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上海 芜湖协整参数变动检验

!!

A(

误差纠正模型与
=/('

<

1/

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一系列检验#可以认为上海 芜湖序列间存在整个时期的协整关

系#且协整参数没有显著变化#而天津 上海$天津 芜湖序列间在废除厘金

前不存在协整关系#而在废除厘金后存在协整关系%对于所有存在协整关系

的组合#我们可进一步按照 !

!F

"式建立误差纠正模型%模型中变量的滞后

长度根据
T*%b(/I

信息准则确定%

表
F

给出了天津与上海$天津与芜湖两种市场组合
!CG!

(

!CG@

年的误差

纠正模型估计#实际上包含了四个单方程回归#表中组合顺序代表着回归方

程形式#第一个市场的价格差分值为被解释变量 !

"

3D+

"#第二个市场的价格

差分值 !及滞后"为解释变量 !

"

3[+

"%结果显示#回归 !

!

"和回归 !

G

"的

拟合情况较好'总体模型分别达到了
#5#!

和
#5!#

的显著性水平&截距项的

数值较小#且不显著&误差纠正系数符号为负#并且均达到
#5#A

的显著性水

平%此外#天津 上海组合中#天津价格当期变动与其滞后一期的价格变动可

能存在负向关系%相反#回归 !

"

"和回归 !

@

"的拟合结果很差#所有变量

系数均不显著#并且模型总体上也不显著%这意味着#在与天津价格的关系

中#上海价格和芜湖价格并不存在显著的调整过程%综合以上所有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在天津与上海$天津与芜湖这两种市场组合中#

=/('

<

1/

因果关系

很可能是单向的#即上海价格是天津价格的
=/('

<

1/

原因#芜湖价格是天津

价格的
=/('

<

1/

原因#而不存在相对应的显著的反向
=/('

<

1/

因果关系%更

具体地#回归 !

!

"和回归 !

G

"中
"

3[+_!

均不显著#说明在这两个调整机制

中#

=/('

<

1/

因果关系只通过误差纠正项来传导%



第
!

期 冯颖杰')裁厘改统*与民国时期市场整合
!#G

!!

表
F

!

误差纠正模型回归结果!一"

天津 上海

!

!

"

上海 天津

!

"

"

天津 芜湖

!

G

"

芜湖 天津

!

@

"

截距项
_#J!"#

!

_!JFAD

"

#J#AD

!

#JA"#

"

_#J!#A

!

_!JGE@

"

#J#""

!

#J"!D

"

:

3[+_!

#J!@F

!

!JGC@

"

#JG!!

!

!J@"A

"

_#J#GC

!

_#JG"E

"

#J#EC

!

#J@#G

"

:

3D+_!

_#J"DC

""

!

_"J#@@

"

#J#G!

!

#J!CA

"

_#J!FC

!

_!J!@!

"

#J"##

!

!J"EA

"

W

+

+_!

_#J!DG

"""

!

_"JC!!

"

#J#F"

!

#JF@A

"

_#J!DG

""

!

_"JAE#

"

#J!GD

!

!J@AE

"

模型的
4

统计量

T*%b(/I*/&01/&+'

@JFA"

"""

!JF!D

#JDDC

"J@D!

"JFDG

"

!JE"D

!J"#A

"J"CA

注'!

!

"第一行数值是参数估计结果#第二行括号内的数值是相应的
+

统计量%!

"

"

"

$

""和"""分别

代表统计显著性为
!#B

$

AB

和
!B

%!

G

"使用表
A

中天津 上海$天津 芜湖
!CG!

(

!CG@

年的回归残差作

为误差纠正项%

对上海与芜湖组合的分析则更加复杂%之前的讨论已经证明#上海与芜

湖间存在着整个时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协整参数没有发生结构变动%因此#

我们可以对上海$芜湖建立全时期的误差纠正模型#并在模型中维持长期均

衡关系不变%但是#误差纠正过程仍可能存在结构变动#因此#可加入虚拟

变量及其交互项#建立结构变动下的误差纠正模型#并检验结构变动的显著

性水平%具体回归结果在表
E

中列出%

表
E

!

误差纠正模型回归结果!二"

上海 芜湖

!

!

"

芜湖 上海

!

"

"

芜湖 上海

!

G

"

芜湖 上海

!

@

"

截距项
#J#!D

!

#J"""

"

_#J##!

!

_#J#!C

"

_#J#!C

!

_#JG#D

"

_#J#!C

!

_#JG#F

"

:

3[+_!

_#J#CA

!

_#JDGE

"

#J!DF

""

!

"J@GD

"

#J!F!

"

!

!JCAA

"

#J!F#

""

!

"J#CD

"

:

3D+_!

#J###G

!

#J##G

"

_#J#G"

!

_#JGE@

"

_#J#G#

!

_#JGA@

"

_#J#G#

!

_#JGFF

"

W

+

+_!

_#J#D@

!

_!J"""

"

#J!AD

"""

!

GJ#D"

"

#J!"D

""

!

"J@#C

"

#J!"C

""

!

"J@AC

"

8

+

:

3[+_!

_#J#!#

!

_#J#A#

"

8

+

W

+

+_!

#J"CA

"

!

!JFEC

"

#J"C#

""

!

"J#ED

"

模型的
4

统计量

T*%b(/I*/&01/&+'

#JC#F

"JDGE

CJ"!F

"""

"J"AG

FJ@DE

"""

"J"C@

DJ!EG

"""

"J"AE

注'!

!

"第一行数值表示参数估计结果#第二行括号内的数值是相应的
+

统计量%!

"

"

""和"""分别

代表统计显著性为
AB

和
!B

%!

G

"使用表
A

中上海 芜湖全时期回归!无虚拟变量"的残差作为误差纠正

项%

表
E

中回归 !

!

"与回归 !

"

"是不加入虚拟变量的误差纠正模型%结果

发现#回归 !

!

"的模型总体不显著#并且所有变量系数不显著#而回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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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拟合结果较好#模型在总体上非常显著#截距项较小且不显著#代表短期

调整关系$误差纠正速度的系数均显著#且误差纠正系数符号为正!A

%这说明

在上海与芜湖市场的关系中#

=/('

<

1/

因果关系同样是单向的'上海价格是芜

湖价格的
=/('

<

1/

原因#并且这种影响通过误差纠正项和滞后价格差分项这

两种渠道来传导%结合表
F

的结论不难发现#上海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米粮

消费市场和贸易集散市场#其价格无论对米粮产区芜湖#还是米粮消费区天

津#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A 这是因为回归中使用了上海对芜湖作协整回归的残差#符号为正符合误差纠正的机制%

我们进一步考虑误差纠正模型的结构变动%回归 !

!

"模型总体不显著#

因此不再加以分析#我们仅对回归 !

"

"进行结构稳定性检验%回归 !

G

"加

入了虚拟变量与误差纠正项及上海价格滞后差分项的交互项%结果显示#虚

拟变量与误差纠正项的交互项系数是正的且达到了
#5!#

的显著性水平#表明

芜湖市场在后一个时期误差纠正系数可能变大了#而虚拟变量与上海价格滞

后差分项的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这提示我们芜湖市场误差纠正模型的结构

变动可能只发生在误差纠正系数上%因此#回归 !

@

"中仅添加虚拟变量与误

差纠正项的交互项#结果该项系数仍然为正且达到了
#5#A

的显著性水平%这

说明在与上海市场的关系中#芜湖市场在后一个时期的误差纠正速度加快了'

!C"@

(

!CG#

年间芜湖市场误差纠正速度约为每期
!"5CB

#到
!CG!

(

!CG@

年

间达到每期
@!5CB

%因此#就芜湖与上海组合来看#厘金的废除加快了芜湖

市场的误差纠正速度%

!四"对结论可靠性的进一步分析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废除厘金后三地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提升#这支持

了我们对于厘金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判断%但是#要确保这一结论的可靠性还

须进一步的分析%

!J

模型选择

如前所述#本文选用了结构变动下的协整与误差纠正模型来研究厘金废

除对市场价格关系的影响%结构变动协整考虑的是#在某一时点处#某种外

生因素的变化#如本文所研究的厘金废除#是否会给系统带来结构性的影响%

然而#这一方法并没有考虑影响价格调整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贸易流动%

事实上#贸易流动是市场间联系的重要表现%粮食贸易流动的存在与否很可

能会改变空间价格的调整机制 !

T01

9

%1';.+67J

#

"##D

"#从而给本文的实证分

析带来影响%这涉及了门槛值协整 !

0%/1;%+2:*+&'01

<

/(0&+'

"的问题'当市

场价格差小于交易成本时#不存在粮食贸易#当价格差大于等于交易成本时#

存在粮食贸易#交易成本相当于市场间状态转变的临界值#这种随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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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可能会给协整关系$误差纠正过程带来影响%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一

种特殊的结构变动#只是在每一个时期#价格关系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这取

决于状态变量的取值落在哪一个值域上%

在本文的研究中#这种 )随状态的变化*显然也是可能存在的%因此#

一个更理想的分析框架应当能够将 )结构变动协整*与 )门槛值协整*模型这

两者的思想结合起来#或可以称其为 )结构变动的门槛值协整*!

0%/1;%+2:*+&'H

01

<

/(0&+'b&0%;0/.*0./(2*%('

<

1

"%这一模型至少应当解释以下一系列问题'

!

!

"考虑门槛值协整的前提下#协整关系的存在性是否变化0

!

"

"考虑门槛值协整的前提下#在结构变动点前后的时期之间#协整参数

是否存在差异0

!

G

"门槛值协整的误差纠正模型是否发生结构性变动0 特别是#结构变动

点前后的门槛值本身是否也会发生变化0

这一系列的问题是对一个同时存在 )门槛值调整*和 )结构变动*的体

系的完整刻画%然而#就目前的计量文献来看#尚不存在这样的较为系统的

研究%考虑到本文所研究的主题#较成熟的结构变动协整模型仍然是更加适

合的分析方法%尽管在这一框架内我们没有考虑门槛值调整问题#但本文的

结论仍然是相对可靠的%因为对于协整存在性问题#

L(2K1(':Q+,8

3

!

!CCE

"的研究已经说明#在线性关系框架内发展出的标准协整检验方法 !如

U>Q

检验#

??

检验等"仍然可以适用于存在门槛值协整的情形%在其后的研

究文献中#如
R(';1'(':T1+

!

"##"

"#也仍然使用标准的协整检验方法验证

协整的存在性%所以#即便考虑门槛值调整#本文最关键的计量结果之一表
A

所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可靠的%

"J

其他影响因素

!

!

"粮食品种%尽管我们选取的是相同品种大米的价格#但现实中三地的

籼米仍存在一定差异%芜湖米质较劣#上海本地消费的大米更多出自江南一

带#品质最好#而上海$天津作为重要的贸易港口#又有大量的洋米输入%

这种品质差异性使其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从而使以上相应的计算结果更倾向

于低估三地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然而#这种品质差异性持续存在于我们所

分析的前后两个时期#因而并不会对两时期的对比结果造成显著影响%

!

"

"战争%战争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并不影响我们的协整分析#但战争可以

破坏市场#阻碍商业活动正常进行%

!C"@

年到
!CG@

年间#国内爆发多次战

争#先后有国民大革命$国民党军阀内战及日本入侵#等等%本文所挑选的

三个样本均处在东部地区#芜湖在大革命期间虽受一定破坏#但从总体上看#

米市在这一时期运行还是正常的#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

尽管也受到一些战争影响#但总的来说较为安定#数据也很完整#而天津市

场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总的来看#并没有证据表明后一时期

有更加和平的环境#从而促进了市场一体化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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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割据势力%造成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地方割据势力的存

在#这也正是近代中国的现实状况%本文中三个城市的选取对这一点也有考

虑%安徽$江苏$浙江一带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其主要的政治$

经济基础均在此处#所以割据因素在这里并不显著#而京津冀一带虽也受到

地方军阀的影响#但北平$天津作为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中央政府的掌控占

据主导地位%因此#可以基本排除割据势力对本文分析的影响%

!

@

"交通条件%正如第四部分的讨论所述#影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一个重

要因素是交通运输成本%交通条件的改善直接影响着空间范围上的市场整合#

但并没有证据表明
!CG#

年后#以芜湖$上海$天津为中心的主要贸易区交通

条件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影响市场运行的绩效%这一点可以利用史实做出说

明%尽管铁路$公路$轮船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但芜湖一带的粮食运

输仍以民船为主#延续着过去传统的方式#这是当时商人综合考虑成本与时

间因素的结果 !林熙春和孙晓村#

!CGA

"%上海$天津等地的粮食运输途径更

加丰富#也更加现代化%两地间海运$铁路$公路等都很发达#但公路运输

在当时价格高昂#只以客运为主%铁路$货轮运输早已展开#自清末漕粮停

运#南北间粮食运输就主要依赖货轮商船#

!C!"

年津浦铁路通车后#也通过

铁路进行运输 !樊如森#

"##G

"%上海$天津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对海运途

径也更为依赖%总之#这些商路在
!CG#

年后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不会影响

本文的主要结论%

六!总 结 评 述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数据上说明了#在国民政府裁厘改统政策实施后#芜

湖$上海$天津三地粮食市场间的一体化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由于

历史数据有限#对更广泛的市场运行绩效的研究仍然是困难的%因此#要说

明裁撤厘金的实际效果#还须从史料中寻找更多的证据%

!F 参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7大事记/第
!E

辑第
!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

室编#

!CDG

年版%

首先#厘金的废除有利于贸易发展%据一项调查显示#机器缫丝每箱成

本约
A##

两#外贸出口至少可卖到
D##

两#丝厂获利丰厚%但一箱丝从产地

四川运出#一路课税#成本将增至
!!##

两#丝厂便会大大亏本 !朱伯康和施

正康#

"##A

#第
A!C

页"%厘金及由厘金变名的各种具有通过税性质的捐税尽

行裁撤$改以统税后#税收办法简便划一#不再受机构庞杂$税目繁多之害%

统税征收范围限定于几种大型机制商品#从此 )就厂征税#一税之后#便可

行销全国* !孙翊刚#

!CDE

#第
GCF

(

GCE

页"%成本的减轻有利于商品流通#

)市场顿呈活跃#各项日用品跌价#一般商民喜出望外*

!F

%同时#商品流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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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道的畅通又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出口额由
!CG"

年的
"5CEG

亿美元增

加到
!CGE

年的
@5G!A

亿美元 !斯拉德科夫斯基#

!CAF

#第
"!D

页"%

其次#厘金废除直接影响着商人们的行为%税金 )壁垒*的消除赋予了

商人更自由的选择权%.芜湖米市调查/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皖省在米厘

局未撤以前#所有剩余米粮#大致皆聚集芜湖#然后始运出口#自厘捐局裁

撤以来#米市涣散#米商视各地米价之高低而趋#芜市价高#则集芜而出售#

否则直趋下游各埠#不受任何限制#因而米粮之经芜湖出口者#较前已衰退

多矣%*!林熙春等#

!CGA

#第
F!

页"这段对芜湖米市衰落的描述证明了套利

行为的存在%厘金局存在之时#各地粮食须通过各局起验#按照规定课税运

销#不仅成本升高#行动更是受到各种限制%厘金制度的废除#不仅减轻了

商人负担#更是赋予其任意行销的自由%一旦拥有这种自由#商人逐利的本

性会驱动其流向最能获利之所%

!E 据吴承明!

!CC@

"估计#近代工厂产品增长率达到
F5"DB

#见.近代中国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中国经济

史研究/

!CC@

年第
@

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商业流通量与商业资本持续增长%

!C"#

到
!CGF

年间国

内市场商品流通总量已由
E"5A@

亿两增长到
!"E5E!

亿两#年均增长
G5F#B

%

全部商业资本在
!C"#

年达到
G!5E

亿两#

!CGF

年包括东北在内达到了
AF5!"

亿两#

!C"#

(

!CGF

年间年平均增长率达
G5FGB

!王玉茹#

"##D

#第
!FE

页"%

另外#近代工厂产品的流通量大大增加#带动了这一时期的商业发展%

!E农产

品商品化速度加快#到
!CGF

年农产品的商品值较
!C"#

年增加一倍多#年增

长率
AB

!王玉茹#

"##D

#第
E@

页"%总之#从
"#

世纪
"#

年代到
G#

年代#

中国商业总体上得到了很大发展#市场发育大大加速%

市场一体化的提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促进一国现代经济的增长%市场扩

大刺激了农工商业#特别是近代化生产的发展%商品行销区域扩大#产品的

运销顺畅#生产者才能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并采用先进的生

产技术%中国工业在这一时期持续发展#

!C"F

年原煤$生铁产量分别为
"G#@

万吨$

@#

万吨#到
!CGA

年增长到
"FEA

万吨$

F#5D

万吨#棉纺工业纱锭数量

由
!C"F

年的
@#F5E

万枚增加到
!CGA

年的
AA"5E

万枚 !郑友揆#

!CD@

'第
FF

页"%

!C"C

到
!CGF

年间#尽管受到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中国工业生产

的产品总值仍然从
EEGD

亿元上升到
!""E@

亿元#

!CG"

年到
!CGF

年中国经济

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5EB

!

1̀%

#

!CEE

"%当然#经济增长与众多因素相关#在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先后实行了关税自主$废两改元$法币改革$整顿金融

等重要经济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利于经济迅速走出世界性大萧条的阴

影#步入继续增长的轨道%)裁厘改统*与这些政策一起#对民国时期的现代

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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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民国八年与十四年厘金!主要指货物税"预算情况!D

单位'银元

省份
民国八年!

!C!C

年" 民国十四年!

!C"A

年"

经常数 临时数 经常数 临时数

京兆

直隶
AGGCGF C"FEC#

奉天
G!"#!D" A#@CEED

吉林
"#"FFD# GEE#GAC

黑龙江
""#FG@F G"E#"!D

山东
GECDF@ ECEGF@

河南
E"DE#" D@F###

山西
FGACD# "G#C E@GCD# "G#C

江苏
F!EE!E" !GE!F F@"DA#E !GE!F

安徽
!EA"CC# !AGDE##

江西
""GFCEE "AE"A!!

福建
!@G#### !@G####

浙江
!FDECG@ !D!CD""

湖北
G""G""E G""G""E

湖南
"GA"@AF AFF# "GA"@AF AFF#

陕西
!###### !#!####

甘肃
!G#AFAC CCE#FE

新疆
"G"!CE @E"@#!

四川
D!C@#" D!C@#"

广东
@AF"!EC A### @AF"!EC A###

广西
!@CEF@E !@GA@@!

云南
F@"#!A F@"#!A

贵州
@E"F!" @F!"CD

热河
!"DA@# GF@!@D

绥远
FF"C#

察哈尔
E"!@# E"!@#

川边

总计
GC""@DGE "FFDA @AFE"#CG "FFDA

!D 数据取自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

!C 芜湖$上海价格序列取自.芜湖米市调查/第
E"

(

EA

页$第
D!

页#天津价格序列取自.南开经济指数资

料汇编/第
"FE

(

"E#

页$第
"EA

页%

"# 三地原始数据度量衡不同'芜湖序列单位为斛石#

!

石合
!5!!

市石&上海序列单位为海斛石#

!

石合

!5!E#"E

市石&天津序列单位为升#

!

市升合
#5CD

升#

!

市石合
!##

市升%经换算#将三地数据单位统一

为市石%

附录
)!

芜湖$上海$天津籼米价格!C

单位'银元3市石"#

年份 月份 芜湖 上海 天津

!C"@ ! DJ!A DJF

" EJDF DJD

G DJ!G DJAA

@ DJA@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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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月份 芜湖 上海 天津

!C"@ A DJ@@ EJE!

F EJG" DJ#A

E EJE@ DJG"

D EJ#E DJ@C

C EJGA CJFD

!# FJDE !#J!A

!! DJ!C CJ#D

!" EJA! EJFF

!C"A ! EJD@ EJCE

" EJ"" EJC@

G FJDC EJEC

@ EJF! CJ#@

A EJA DJDE

F EJDF DJA"

E FJCA DJFG

D DJ!C DJGF

C EJ@" CJ#!

!# EJG@ CJAF

!! FJG CJDF

!" FJFD !#JF

!C"F ! EJDC !#JD" !GJG@

" DJAA !!JAA !GJ#F

G CJ"E !"JD! !GJ"F

@ CJAG !!JE! !GJ"D

A CJ@! !!JD !GJ#D

F CJD" !!JC! !GJ!@

E CJF! !" !"JCD

D EJ@" !#JA !"JEA

C EJC@ !"JE" !"JC

!# CJEF !GJGD !"JEA

!! !#J!@ !"JEC !GJ"F

!" !#JCD !"J"@ !G

!C"E ! !#J@D !"JE! !"JEA

" CJEC !#JFE !"JAE

G CJF@ !"JGG !"JEE

@ CJ!! !!JDD !"JEC

A DJEA !"J"G !GJ"E

F DJ"C !"J"F !GJ@G

E DJ#A !"JF" !GJGE

D EJCG !"JFF !GJ!@

C DJGA !#JGA !"JE

!# EJDA CJ"E !GJ@G

!! EJGC DJEC !"JDE

!" EJAE !"J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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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月份 芜湖 上海 天津

!C"D ! EJED DJ@C !"JEA

" EJA" DJF! !"JAE

G EJE! DJ"F !"JEE

@ EJAA DJG@ !"JA

A EJ!A EJCD !"JDD

F EJ"@ EJ!C !"JEA

E EJFG EJ#D !"J"C

D EJC! FJ"C !!JFE

C EJE@ EJ! !!J@G

!# CJ@G DJG" !!JGE

!! !#JFG CJ"D !!JA

!" CJ@A DJF@ !!JFG

!C"C ! CJEA CJA@ !"J!F

" !#J#! !#J#D !GJ#F

G EJE@ CJA! !GJAF

@ EJ"C CJG! !GJCE

A EJ@" CJD! !"JDD

F DJ! CJE@ !GJ#@

E EJ"D !#J#A !"JED

D DJ@C !!J!C !"JCA

C DJ@A !!JE@ !GJGC

!# CJD! !"JAA !@JA!

!! CJC" !"J@F !@JFG

!" CJC" !"JEA !@J@E

!CG# ! CJGC !GJ!C !@J!"

" !#JA@ !GJAF !GJD@

G !!JAA !GJA! !@JA@

@ !!JC" !AJ@D !AJ!@

A !"J!D !@JC" !AJ#@

F !!J@@ !AJFA !@JC

E !"JFC !AJF" !AJ!@

D !"JEG !GJE@ !AJ@

C !"JEF !!J#G !AJC@

!# !#JA! CJD !AJ"C

!! DJC@ !#J"" !AJ""

!" CJ!D CJFC !AJ"F

!CG! ! EJDA !#J#! !@JA!

" EJCG !#J#" !AJ#"

G EJAE !#J!A !"JFE

@ EJDG CJ@@ !"JA

A EJCE CJ@G !"JGC

F EJ@! CJ@C !"J@A

E EJC DJCD !"

D DJ"F !!JCG !"J"F

C CJ!G !"J@!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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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月份 芜湖 上海 天津

!CG! !# CJ#F !!J!D !!JCF

!! DJCC !!JG !!JA

!" CJ#@ !#JDF !!JAG

!CG" ! CJ#G !#JCE !!JAE

" CJ#F !#JCA !!JDD

G CJG !#JE@ !!JEC

@ DJE! !#JEA !!JD!

A DJFD !#JDE !!JD

F CJC !#JEA !#JDD

E CJ"@ DJCG !#JD"

D EJ!C DJFD !#JAC

C AJCC EJED !#J!F

!# AJ"A EJEA !#J!

!! @JCG EJA !#J""

!" @JD@ EJG@ CJGD

!CGG ! AJ"@ DJ@A !#J!

" AJ" DJ@E CJGG

G AJA" EJAD CJF@

@ AJGF EJGG DJDE

A AJ@ EJGC CJ#F

F AJ"A EJ#C DJEG

E @JCA EJ! DJEE

D @JA FJA! DJA@

C AJF FJE@ DJGC

!# AJA! EJG@ DJ"@

!! AJ!G EJ!G DJ#E

!" @JE! FJFD DJ"

!CG@ ! @JAF FJDC DJG@

" @JGA EJ!@ DJ#F

G @JEG FJDE DJ!E

@ @JF@ FJDG EJCC

A AJ!" EJ@D DJ"E

F AJ@! DJ#A CJ#"

E FJ#A CJAC CJC@

D DJGD !#JD" !#JAC

C EJGF !#JD" !#J#F

!# FJED !#J"C CJE!

!! EJAG !!JG@ CJDG

!" DJ"C !!J"! !#JGF

注'存在约
FB

的数据缺失#本文通过
YWUO7

!

Y&,1T1/&1;W1

<

/1;;&+'b&0%UWVOU6+&;1

#

O&;;&'

<

78;1/\(0&+';(':7.02&1/;

"程序插入补充到序列中!

=+,1I(':O(/(\(22

#

!CCE

"#并进行了季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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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U)=

检验临界值表

样本容量
?

检验水平
%

#J#! #J#A #J!#

!G" _GJCD!FG _GJGDG@" _GJ#EEGA

!#D _@J###"! _GJGCGE" _GJ#D@GE

D@ _@J#"CEF _GJ@!##! _GJ#CA@A

F# _@J#D@#! _GJ@GCF@ _GJ!!AF!

@D _@J!G"AC _GJ@FAC! _GJ!G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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